
羊城晚报：近几年来 ，李可
染作品有怎样的市场趋势 ？ “红
与黑” 不同类别的典型作品 ，行
情如何？

何向民：李可染的作品近年
来一直都是受到追捧的。 他的
“红可染”，尤其是《万山红遍》
系列，只要一出现，分分钟都能
创造出高价，很受追捧。 因为在
他的作品里，红色画面本来就是
比较少的， 再加上时代特性，所
以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至于俗称的“黑可染”部分，
主要是指他的水墨画。其实李可

染的画还是以水墨为主，有一部
分设色。但他的水墨画可以说是
新中国山水画的一个代表。他的
墨黑中透亮、透白，光影对比非
常强烈。 有黄宾虹的那种黑，厚
重但层次非常多。

羊城晚报：您认为李可染作
品一路平稳，屡创高价的原因是
什么？除了李可染本身的艺术感
染力，是否反映出市场对红色收
藏热情不减？从拍卖市场成绩来
看，“新中国山水画”的市场走向
如何？

何向民：李可染作品在市场

上一路稳定和走高， 主要是基
于：第一，他是非常具有独特创
造力的一位画家，开创了一个鲜
明独特的李可染面貌的山水画
派；其次，作品量少，相比起齐白
石、张大千等大名家，李可染的
作品存量非常少，因此市场价格
自然也会比较坚挺。而且大部分
在博物馆藏、纪念馆藏，市场上
出现的量不大。

第三，他的画有很多是红色
题材，比如像《井冈山》这一类历
史题材的作品。这些新中国成立
后的红色题材作品，市场上比较

少，作为收藏的一个门类和趣味
趋向，藏家对这类画作也一直比
较追捧。

新中国山水画，从最初受到
人们质疑，发展到大家认同它的
艺术性与时代感，李可染、傅抱
石、陆俨少、钱松嵒等艺术家做
了很多探索，也已经为人们所认
可。他们都是具有独创性追求的
艺术家，艺术题材又能够体现新
时代的精神面貌，所以能够被现
在这个时代所接受，因此新中国
山水画这个版块的市场走向，我
认为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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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文 / 常伟

晋溪表谈

钟表文化学者及鉴
藏者，时计堂创办人。 北
京 收 藏 家 协 会 理 事 、澳
门 钟 表 协 会 副 会 长 ，日
內瓦高级钟表大奖赛中
国评委。 著有《钟表收藏
知 识 30 讲 》 《中 国 与 钟
表 》《名表名鉴 》《播威与
中国》等。

好一个
“百花不露地”

常
伟

受访嘉宾

王鲁湘
文化学者， 主持人。 湘

潭大学文学史， 北京大学哲
学硕士，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 博导。 现为中国国家
画院研究员， 李可染艺术基
金会副理事长， 李可染画院
理事长， 清华大学张仃艺术
中心副主任

邵大箴
1934 年生， 著名艺术

理论家， 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
画院美术研究院院长，中国
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
誉主任。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
理事、艺术委员会主任

他画出的，是只有中国文学才能塑造出的
如幻如梦的诗般境界，让你看到中国水墨语言
代表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如何读懂
红色题材

背后的李可染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戴朝晖

何向民
广东崇正常务副总裁，

中国书画部负责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画经
历了一个争鸣和成长探索的过
程，李可染为新中国山水画的革
新，作出了各种努力探索，被认
为是“新中国山水画”开宗立派
的大师。 从 1942 年，李可染决
心“以最大的功力打进传统”，
回归中国水墨画的传统中。立志

“为祖国河山立传” 的李可染，
作出了怎样的艺术探索？研究李
可染 20 余年的李可染艺术基
金会副理事长王鲁湘带来了系
统的梳理。

王鲁湘：李可染有两句话非
常有名：“用最大的功力打进

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就
是 1942 年他决心重新回归中国
画时，给自己确立的口号。 李可
染在 1949 年到 1954 年之间 ，
有过几年的徘徊期，这几年几乎
见不到李可染的作品。我专门研
究过这段空白期，其实一点都不
空白，他在努力探索各种可能的
方向。 比如他连看了十场《白毛
女》， 每一场都在黑暗中间摸索
画白毛女的舞台速写。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美
术界发起了关于中国画的大讨
论，出现了两个极端的派别。 保
守派认为中国画是非常成熟的

一种艺术形态和语言体系，它不
可能进行任何改变；而另一派认
为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与新
社会格格不入。老山水画可以送
到博物馆， 新山水画应该取消。
当时学校里的中国画专业取消
了，李可染因为是林风眠先生和
法国教授克洛多先生的第一个
中国油画研究生，他就在中央美
院教起了水彩画。

但李可染和张仃在思考第
三条路：中国画的革新论，主张
画家回归自然，到生活中去写生
创作。 1954 年 3 月，李可染、张
仃与刚刚归国的罗铭这三位中

央美院的教授，一起去江南进行
了三个月的写生。回来后这批作
品在北海公园举行了展览。李可
染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革新论
是行得通的，拉开了中国画革新
的序幕。接下来全国各地的画家
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山水画写生，
包括岭南的关山月、 黎雄才，西
安的赵望云、石鲁，南京的宋文
治， 都到现实生活中去进行写
生，堪称扭转了自明代以来 600
年山水画创作的走向。

1955 年李可染下大力气钻
研，他在笔墨上向老师黄宾虹先
生学习积墨；同时研究西方的油

画史，尤其对于伦勃朗的绘画进
行研究。 包括 1957 年到德国去
研究当时馆藏的伦勃朗原作，他
跟德方提出的条件是，要把存有
伦勃朗作品的博物馆都打开，放
在库存里的伦勃朗作品都看看。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李
可染从实景写生创作，转向新的
山水图式构建，以更集约的艺术
语言、更夸张的艺术手法、更浓
郁的诗化意境、更强烈的艺术形
式，塑造可以遥接范宽、李成山
水传统，可以对话西方油画而又
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李家山水”
图式。

除了题材上，李可染认为在
艺术语言上反映新中国，能与西
画抗衡，才是革新之路。 如何从
西画回归中国传统？ 在图式、用
墨、 用光等艺术语言探索上，李
可染贡献了什么艺术价值？ 王鲁
湘与邵大箴进行了具体分析。

王鲁湘： 李可染在 1956 年
与 1954 年有重大区别， 除了题
材上，他还有很多艺术语言上的
思考。 他认为只有艺术语言上有
创新，让人感觉到有力度，能够
和西画抗衡，革新才有价值。

1959 年他到桂林写生，提出
新目标：图式和透视。 当初学界
在批评中国画时，一个很重要的
观点是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第一
不懂透视；第二不懂素描，画的
东西没有明暗，不立体；第三是
不懂解剖，结构上不准确。 但李
可染慢慢发现不对， 他认为，艺
术没有必亦步亦趋地去为科学
原理做一个视觉的证明。 所以当
你把李可染 1959 年的桂林山水
画， 与他 1954 年、1956 年的画
比对，你会发现，他在图式和透
视上开始回归我们中国传统。 他
开始把三维空间的深度弱化，把
整个空间平面化，像一块门板一
样堵在你跟前，这是降维打击古
典主义以来的三维空间。

关于图式的创作，在李可染
创作中，1960 年是和 1954 年、
1952 年一样重要的年份。 1942
年是重新回归传统中；1954 年是
用写生来掀起中国画革新；1960
年是“以一炼十”，要炼出几个基
本图式，形成自己的山水图式。

对光的引进，也是李可染先
生对中国画的最大贡献之一。 中
国画不是没有光，只是对光不自
觉，所以中国画基本上是散光状
态。 而李可染先生对西画用光进
行过系统研究， 自觉地把光引进
到山水画里。像《榕湖夕照》，右上
角天空处的题字， 是相隔一年后
的双题。 为什么？ 就是为了光。 用
中国书法满题， 使它变成一个灰
度空间， 把画面中间真正的高光

区凸显出来。 这种手法我们在以
后李可染的所有山水画中会发现
他反复使用， 变成李可染山水画
的基本特征，我把它叫做“一穷二
白”的“二白”，就是露白和挤白。
画面要尽可能要铺满笔墨， 那一
点点白一定是像围剿敌人一样，
围到最后挤出那一点点白， 才是
一幅画中让人提神的高光点。

用墨方面， 李可染的山水画
用墨比较多，他用很黑的墨把光
的亮度呈现出来。 晚期的李可
染，开始减少积墨，而多用泼墨。
他反复跟学生以及来访的日本
画家说，我们东方艺术和西方艺
术抗衡的就是水墨，如果不把水
墨发挥淋漓尽致，没法和西方抗
衡。 他晚年特别喜欢题的就是
“水墨淋漓障犹湿， 墨团团里黑
团团”。 像《雨中漓江》他想画什
么？ 是要画出他心目中，只有中
国文学才能塑造出的朦胧的诗
一样如幻如梦的境界，让你看中
国水墨语言代表的民族精神。

邵大箴： 有人问， 可染先生
的画， 早期的好还是晚期的好？
早晚期画得都好。 但是从可染先
生的艺术历程来讲，他晚期的画
达到新的高峰。 他把对中国的意
象，中国的写意性、意象性发挥
到极致。

李可染的用墨有一句话 ，
“墨团团里黑团团”，一团黑里变化
无穷。 黑里有光，有亮度，有深度，
有力度。 他把积墨、泼墨、破墨、结
合在一起，是非常浑厚、滋润和丰
富的， 感觉到笔墨里有实实在在
的大自然，实实在在的物体。

像李可染晚期的《高岩飞瀑》
图， 为什么他本人会把这幅作品
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想，因
为可染先生经过几十年创作探
索， 尤其改革开放之后的上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他的艺术越来越
走向意象性。这幅画是中国的，又
吸收了西方古典绘画， 包括印象
派绘画的东西，所以可染先生是
20 世纪的新里程碑， 是新格体、
新体貌的中国山水画。

在趋于平淡的收藏市场中， 亮点
总是引人关注。

在今年稍显平淡的市场大环境
下，红色题材书画仍然受到关注，李可
染的多幅作品在不同机构的大拍中，
都创造了具领衔地位的高价。 最近一
则过亿元的消息， 来自11月18日嘉德
秋拍“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近
现代”专场，李可染在1976年创作的
《井冈山》，拍出了1.38亿元的高价。

近年来， 李可染持续有高价作品
拍出， 在广东也有着特殊的影响力。
例如李可染在广东从化创作的《秋山
图》，2018 年以 9200 万元成交，作品
《高岩飞瀑》 在 2019 年春拍以 5543
万元成交，而《雨后漓江》也在今年 11
月 28 日的崇正秋拍中， 以 966 万元
拔得当场拍卖头筹。

李可染红色山水的代表作《万山
红遍》， 自 1962 年在从化首次创作

后， 李可染对该系列反复探索， 又用
乾隆朱砂创作， 每每出现在市场上，
都引起轰动。 其中 1964 年创作的《万
山红遍》， 在 2012 年创下近 3 亿元
（2.9325 亿元）的纪录。

如何从学术上、 艺术上深入认识
这位红色书画的代表人物、“新中国山
水画”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 日前，“为
祖国河山立传———李可染绘画赏析”
的学术讲座在广州举行， 引发听众热
烈围观，不少人站着听完全程。

如何看待“红色山水画”的艺术价
值？ 为何红色题材山水画持续受到追
捧， 往往能创出高价？ 毛主席诗词对
红色山水的影响在哪里？ 李可染的新
中国山水画有何独创？ 在用墨、 用光
和典型图式上，“李家山水”有何独特
面貌？ 在专家学者的观点解析中，广
州观众得以对李可染以及“新中国山
水画”，都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中国画新探索 “新中国山水画”艺术价值之辩

说到中国的新中国山水画， 绕不开
一个话题，就是毛泽东诗词山水画。 李可
染、傅抱石、钱松嵒等一批画家，以一代
伟人毛泽东的诗词意境为主题而创作的
一批红色山水，广受藏家欢迎，只要在拍
卖会上出现，往往都会创出高价，甚至打
破画家的市场纪录。 我们该如何看待红
色山水画的艺术价值？ 如何解读毛主席
诗词对新中国山水画的艺术影响？

王鲁湘：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诗词的
出现， 对于中国山水画革新起了极其积
极的作用。

山水画和风景画最大的不同， 是山
水画建立在印象基础上，是想象的风景，
而风景画就是眼前直接看到的山水。 如
果你只画眼睛能看到的景物， 被三维的
空间所约束， 你就永远画不出宋元山水
那种直指千里的伟大气势， 你就不可能
在美术史上出现，不可能达到范宽的《溪
山行旅》、郭熙的《早春图》的境界，更不
可能出现《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
这些中国山水画历史上的代表经典作
品， 都是以超人的想象力画出直指千里
之事， 这是中国文化带给中国艺术的思
想资源。

而毛泽东诗词以瑰丽的色彩、 浪漫
的想象， 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征程中经
历过的各种艰难困苦表现出来。 这其中
的革命浪漫主义，李可染把握住了，他开
始画超然象外的东西。

1959 年， 中国革命博物馆约李可染
画一张长征题材的山水画。 李可染根据
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三峡、 雁荡山和黄
山写生的稿子， 创作了新中国美术史上
的新里程碑式作品《长征图》。 2010 年首
次拍卖会出现，就拍出过亿元，创当时中
国近现代书画纪录。

到了 1964 年，李可染先生变得更大
胆更有想象力， 对长征的理解也更接近
长征的本意， 他创作了红色的《万水千
山》 图。 而另一幅著名的红色山水作品
《万山红遍》，用的是乾隆朱砂。当时他用
这半斤朱砂， 一口气画了四大三小共七
幅万山红遍。 这是邹佩珠生前与我们考
证出来的。 其中第七幅比较大的，就是那
年拍出 2.9 亿元的那幅， 还不全部是乾
隆朱砂，因为画到一半乾隆朱砂没有了，
是用别的颜料把那幅画画完的。

在我看来，以《万山红遍》为代表的
红色山水，最大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
李可染创造了一幅毛主席诗词的红色山
水， 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破天荒地以红色
朱砂为基调画山水画， 而是李家山水范
式的确立。 每个大师的山水有自己的基
本图式。 顶天立地、一穷二白、门板式或
称纪念碑式，就是李家山水的基本图式。
这种具有纪念碑样式的山水图式， 吻合
了新中国的一种自我价值评判； 这种丰
碑式的构图， 反映出新中国山水画的一
种精神象征。

壹壹

？

艺术语言革新
在艺术语言上如何与西画抗衡贰贰

市场分析 红色山水为何持续受市场欢迎？

红色题材解读
毛主席诗词对新中国山水画有何艺术影响？叁叁

肆肆

许多玩瓷器的朋友，知道乾
嘉年间的景德镇流行一种花卉
图样，在瓷器中心部位做绘出牡
丹等大朵纹样 ， 并在周围以菊
花、茶花、月季、荷花、百合、牵牛
花等等各种小花作为陪衬，象征
着百花呈瑞的好兆头 ， 花之形
状、大小、正侧，各尽其致，繁密
之极。 这种纹样叫做“百花图”或
者“万花锦”， 民间也有个说法
是———百花不露地。 真的会有一
百朵花么？ 我是真没有数过，但
我确切知道在怀表世界中也有
同样的装饰，而且风靡了大清王
朝 200 年。

喜欢名牌表的朋友应该听说
过每年的瑞士巴塞尔钟表展，许
多大牌都在其中有一席之地，然
而在同一座城市中还有一家博物
馆，展示有极多的古董表。 今年
春天我专门前往拜访，为的是那
只传说中的“康熙御制”表。 按照
博物馆的说明， 此表为 1716 年
在北京制造， 当时已是康熙晚
期，大内能够造表的技术人才也
只有来自瑞士的林济各了，他本
人是耶稣会传教士，因为康熙皇
帝爱好西学，所以宫廷内不乏身
怀一技之长的西方人。 皇帝本人
对钟表可谓推崇备至，“法自西
洋始，巧心授受知。 轮行随刻转，
表指按分移……” 就是出自康熙
皇帝之口。

当然，这个 300 岁的古董表
吸引力不单是因为其出身，表壳
周身布满了花卉纹样则是另一大
亮点，恰恰让我们想到了文章开
头所谈的“百花不露地”，这种设
计风格与宫廷艺术紧密关联，一
直影响到 19 世纪开始专门销往
中国的怀表。 当中最为鲜明的就
是表壳的珐琅绘画，往往是以百
花图的模式加以呈现，无论表壳
或大或小、 无论色彩或浓或淡，
位于瑞士的珐琅画师们就是喜欢
这种主题，难道是他们一厢情愿
么？ 抑或是受到了某种影响？ 我
想原因还是与乾嘉年间“百花不
露地”瓷器的流行有关，很可能
当时在中国的西方商人已经捕捉
到这种图案信息，或者外销海外
的中国瓷器本身带有这类特征，
从而令针对大清国制作的珐琅有
了主心骨，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就
此展开。

2019 年 7 月，苏富比启动了
“时间杰作”系列拍卖会，计划在
全球四大拍卖城市举办四场古董
钟表拍卖会。 在伦敦举办的首场
中就有一只“百花图”（如下图 ），
以蓝色半透明珐琅为地儿，中心
位置是玫瑰 、 扶桑花和郁金香
等，周边布满了枝叶并且夹杂着
各种小花。 花卉的色彩艳丽，对
比强烈，整个画面体现了微绘珐
琅师高超的技艺，要知道，这可
是在不到 6 个厘米的直径内所
完成的画作啊！ 难怪这类表在整
个 19 世纪都将是中国人的最
爱，尤其是《品花宝鉴》中出现的
“大八件”表，更是将“百花不露
地” 发挥到了极致……请看下回
详解。

李可染 《雨中漓江 》用墨意象化 ，2019 秋拍 966
万元成交 崇正供图

李可染在从化创作的《秋山图》，崇正 2018 春拍 9200 万元成交 崇正供图


